
进村组入农家，进社区穿楼院，进企业下车
间，一场场辅导报告，一次次调研走访，一件件实
事办理，科学发展的暖流又一次在绿城涌动。

参加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党组织和党
员全部是基层组织、党员，来自乡镇、村社、学
校、医院、社区、街道、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
织，是全市各条战线的基本力量。

如何让全市9744个基层党组织、217507名
党员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的领会者和践行者？
我市把开展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重要而难得的机遇，广大党
员干部走出办公室，带着问题下基层，深入一线
抓落实，在广阔农村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进
一步拉近了干群距离，了解了群众所思、所盼、
所需，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着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

注重超前谋划 创新学习载体
市委对开展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高度重视，从一开始就要求抓紧抓好，创出
特色。为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全
市各级党组织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分管领导切实履行具体责任人的职责，基层
党支部书记积极落实党组织的工作部署。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经常到
联系点指导检查，把联系点建成了示范点。

针对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点多、面广、量
大等特点，我市按照既要注重简便易行，又要
做到全面覆盖的要求，充分尊重基层党组织和
群众的创造精神，积极创新活动载体，不断把
理论学习引向深入。

市委常委、其他市级党员领导干部，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分别到联系点作专题辅导报告

和指导检查。各单位的领导也都身体力行，到分
包的基层单位上党课、作辅导，增强了学习效果。

为提高学习质量，全市乡镇、街道以上
单位都邀请了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各
单位充分运用远程教育平台和网络资源，丰富学
习的内容和形式。金水区通过建设一个“红色家
园”网站、开通一个800语音服务热线、发放一张
智能管理卡、开通一个手机“飞信”群发系统，打
造了集网络教育、政策咨询、信息反馈于一体的
快速反应系统，方便了党员学习。

各单位把“一帮一、结对学”作为实施“全
覆盖、新跃升”工程的一种有效形式，组织文化程

度较高的党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辅导文化程度较低
或不识字的党员学习。高新区的84名大学生村
干部以“一对一、一对多”的形式，与阅读书写困难
的党员结成帮学对子，进行帮学。

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特殊党员，各单
位组织专人上门送学。惠济区把学习实践活
动与关心离退休老党员生活结合起来，指定专
人负责，既送学习资料，又送关爱关怀，被老党
员们称之为“暖心学习”。

全市各参学单位在学习调研阶段共组织
党员集中学习54070多场次，召开座谈会31200
多次，科学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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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加快推进郑州跨越式发展

关爱民生：不动摇 不懈怠 不减速
本报记者 陈锋 赵文静

初冬的天气有些寒冷，中原区低保户
刘健康的心里却热乎乎的。几天前，老刘
一家五口乔迁新居，从狭窄阴暗的筒子楼
搬到了政府新建的廉租房里。幸福的老刘
逢人便说：“要是没有党的好政策，俺就住
不上这新屋子呀。”

朴实的话语，道出心底最真的感受。
其实，这个冬天，感到温暖的不仅仅老刘一
家，来自政府的种种举措，发生在身边的件
件实事，犹如暖暖的阳光，滋润着郑州人的
心房。

来自多个层面和领域的消息显示，在
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艰难之年，我市仍一
如既往加大对关乎民生的“十大实事”的资
金投入，坚定不移保障民生，解决了一大批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就学、就医、住
房保障等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
项民生工程的启动和扎实推进，充盈了‘和
谐社会’的具体内涵，使得市民在城市发展
中的归属感和幸福指数大大提升，给市民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带来了最直接、最现实
的关爱。”对于郑州在艰难之年的民生举
动，一位关注城市发展的专家如是评价。

矢志不移保民生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继续把“加快发展”、“维护稳

定”、“为民谋利”作为三大要求，切实关心
群众生产生活，认真解决民生问题。在今年
召开的市委九届十七次全会上，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文超指出，保民生是保增长的基
础。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群众享
受到更多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民生问题在我市决
策者心中的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
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上，我市
出台了一项项含金量颇高的举措，织就了
一张坚固的民生之网。

2009年，我市将过去每年为民办的“十
件实事”调整为“十大实事”。一字之变的背
后，更实在的却是民生投入的大幅度提
升。来自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07 年郑
州市“十件实事”共计投入资金 19.4 亿元，
2008 年投入 25.4 亿元，今年预计投入 40.6
亿元。3年时间，我市用在民生实事上的资
金投入翻了一番。惠民的“实事”也不仅仅
是“十件”，今年就包括 55 件具体事，这些
事，关联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民生脉动最关情
10 月 31 日，全市 1318 所新建标准化

村卫生所的基本诊疗和健康教育设备全部
配送到位。这意味着，农村三级卫生服务
网络网底建设的全面加强，农村卫生整体

面貌焕然一新，服务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
提高。

从第三季度开始，全省城乡低保补助
平均标准由每人每年 900 元提高到 1080
元，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由每人每月
165 元提高到 185 元。我市的低保补助平
均标准则是每人每年 3300 元，居全省首
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样以每人每
月275元为全省最高。

廉租住房房源“扩容”，让更多低收入
家庭实现了“安居梦”。全市开工建设 15
万平方米廉租住房，是今年市委、市政府
承诺为民办的十大实事之一。在各级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取
得新突破。 本月 17 日，我市首批 200 套
新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入住仪式在湖光新
苑小区举行，市长赵建才将钥匙发放到住
户手中。包括这200套新房在内，全市今
年已有近 2000 户低保家庭住上了廉租
房。年底前，我市将再筹措300套房源，分
配到廉租住户手中。

500 余公里新路铺进乡村，新农合报
销比例提高 10%，“片医负责制”惠及
140万市民，“阳光工程”、扶贫培训“雨
露计划”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计划转移
农村劳动力近 10 万人……郑州在民生领
域屡屡实施的大动作，奏响了“民生至
上”的时代强音。

和谐发展加速度
“各级各部门务必高标准、高质量、不

折不扣地完成‘十大实事’建设任务，千方
百计改善民生、保持稳定。”上月召开的全
市经济运行会上，市长赵建才再次强调，要
力争让资金早到位、工程早完工、群众早受
益，努力把“十大实事”办成群众能够得到
更多实惠的民心工程、和谐工程。

目前，全市以“十大实事”为重点的社
会发展工程进展迅速，大部分项目已经建
成投入使用，其余工程正在紧张的准备和
筹建之中。我市新建 5 所、扩建 10 所敬
老院，目前已经全部竣工；基础教育的
投资已经达 1.07 亿元，其中计划新建 15
所小学中，7 所已经投入使用，其余 8 所
将在年底前开工；1000 所标准化村卫生
所的建设任务，经过各级部门努力，已
经完成 669 所；市九院老年关爱病房楼、
市儿童医院东区新建项目近期开工；郑
州疾病控制中心，累计完成投资 5478 万
元，年底具备竣工条件，2010 年 5 月将建
成投入使用。

民生保，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下安。随
着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开花，市民“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的幸福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咱老百姓的幸
福感受也将继续“芝麻开花——节节高”。

“喜看新亮点 决胜四季度” 系列报道之四

新兴矿难遇难
人数升至92人

据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22 日电（记
者 梁冬 曹霁阳）在300多名救援队员近
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下，黑龙江新兴煤
矿“11·21”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22日
取得突破性进展，煤矿井下通风系统已
全部畅通，部分通信、通电及运输也恢复
正常，使救援工作明显增速。搜救人员
已对井下 90％的工作面进行了搜寻，共
发现92名遇难者，仍有16人下落不明。

据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事故抢险救
灾指挥部介绍，由于新兴煤矿是国有重
点煤矿，井下安全设施比较完备，因此爆
炸对井下巷道的破坏并不严重，恢复起
来也相对容易。但爆炸的冲击波却严重
损坏了井下通风、通信等设施的正常运
行。事故发生后，救灾工作主要围绕着
恢复通风系统展开，因为只有井下能够
正常通风，地面的新鲜空气才能进入井
下，增加幸存者的生还几率。22 日 4 时
30 分，井下通风系统已全部恢复，大大
提高了救援效率。

在对井下被困矿工继续实施全力搜
救的同时，黑龙江新兴煤矿爆炸事故善
后工作全面展开，对部分生活困难的遇
险职工家庭实施救济。

20万党员下基层构筑群众满意工程
——我市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学习调研阶段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潘燕

郑州村集体“三资”全部委托代理
资金45亿 资产超80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葛星）
20日下午，全省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工作
总结表彰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叶青纯出席会议并为获奖单位
颁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璋代表
郑州市作典型发言。

据了解，全省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工
作自今年4月1日开始以来，共清理登记
村级债务 173.19 亿元，乡镇本级债务
177.98 亿元，乡村两级债权债务和“三
资”家底已基本澄清，解决了多年来农村
集体“三资”底数不清的“顽疾”。会议表
彰了 40 个清财工作先进单位和 80 名先
进个人。我市惠济区、巩义市、中牟县榜

上有名。
王璋在发言中说，按照省纪委、监察

厅要求，我市把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加强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作为今年农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把
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工作和落实农村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把强化
对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与推行“4+2”
工作法和“村情民意”小报结合起来，确
保了清理规范工作能够扎实、有序、有效
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取得初
步成效。

清理规范乡村财务工作以来，我市
基本核清了全市农村集体“三资”底数，

各行政村（社区）的资金总数、债权债
务、集体农用土地面积都进一步明确；
发现并解决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通过市、县、乡
三级重点核查，全市共检查资金总额为
212.7 亿元，整改问题 411 个，一些历
史遗留问题通过实施“4+2”工作法得
到处理，部分债权债务得到消化，清理
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得到查处，在清
财工作中直接责任追究6人，立案查处
8 起，处理两人；乡镇农村集体“三
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全部建立，目
前，代理资金总数为 45.82 亿元，代理
资产为81.18亿元。

日均650辆车
缴纳车购税
市国税局提醒：享优惠以

购车发票时间为准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乔

磊）近期，很多车主询问：现在想买汽
车需要排队等车，提车需要两个月时间，
小排量汽车车购税优惠政策将于今年12
月31日到期，明年是否延续？

昨日，市国税局接受采访时提醒
广大车主，征收车辆购置税以发票开
具时间为准，消费者在 12 月 31 日前
购车并开具发票的仍然可以享受车购
税优惠。

市国税局透露，今年小排量汽车车
购税优惠政策实施以来，迎来了汽车销
售高峰，1至10月，市国税局车购办共
征收车辆 10.13 万台，同比增幅 32％；
其中 1.6 升以下车辆 4.91 万台，减免车
购税 1.49 亿元。进入 11 月，每日缴纳
车购税的汽车平均达到650台，比前10
个月每天增加200台。

市国税局表示，小排量汽车车购税
优惠政策将于今年12月31日到期，明年
是否延续，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尚未明确。

校长推荐上北大
三名学生昨公示

本报讯（记者 郭在伟）昨日，备受关注的中学校长
实名推荐学生上北大一事又有新进展。记者获悉，河
南省实验中学已确定拟推荐的 3 名学生名单，并在校
内进行公示。

据悉，河南省实验中学近日对报名参加北京大学
2010年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学生进行了
面试 ，经学校推荐委员会对面试学生学业成绩、综合素
质及特长评议考察，确定席恺媛、赵勤勤、邢英华3名同
学为推荐人选。

“这3名学生可以，年级排名都很靠前。”省实验中
学高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看到公示名单后说，
她们的共同点是成绩优异且各科均衡，综合素质高。
这位老师对赵勤勤印象深刻，“她原来是化学竞赛班的
学生，后来转到了文科班，还曾考过文科第一名，可以
说是‘文理双全’。更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小提琴达到
了专业十一级，是公认的好学生。”

据该老师介绍，校长推荐名单的出炉并非单以考
试成绩为依据，综合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据
了解，在报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偏才怪才”，但没入
围这次的推荐名单。他说，偏才怪才和各方面都非常
优秀的学生比起来，就有些逊色，落选也在情理之中。

“小雪”不见雪 艳阳当空照
绿城本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瓶装液化气
十天涨三次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这才多长时间，涨得也太
离谱了吧，9月中旬，一罐才85元，现在涨到105元
了！”昨日下午，在颍河路和伏牛路交叉口东侧的郑
州液化气有限公司供应站，王先生不住地摇头。

液化气价全面上调
在供应站，记者了解到，从11月20日起，郑州液化

气有限公司全面上调三种瓶装液化气价格。其中，4．8
公斤瓶装液化气由33元调至35元，49公斤瓶装液化气
由328元调至355元。大多数市民使用的14．5公斤瓶装
液化气的价格从97元提高到105元，均创年内最高价。

在此之前，瓶装液化气价格本月已经调过两次
了。以 14.5 公斤瓶装液化气为例，10 日，从 85 元上涨
至90元；18日，涨至97元。

根据9月13日，11月10日、18日和20日这四个时
间“节点”，同样可以看出4.8公斤和49公斤瓶装液化气
上涨的“路线图”，前者一路飙升，从28元、30元、33元，
冲到35元，后者从285元、305元、328元，蹿至355元，
中间差价达到70元！

国际原油是“推手”
十天上调三次，如此密集的价格上涨，着实让市民

有些吃不消。这其中是何原因？
“关键在购进液化气的源头价格。公司液化气基

本来自洛阳炼油厂，他们上涨，咱们也得跟着涨。半个
月左右，液化气购进价格每吨上涨幅度超过千元，折合
到每公斤，则上涨一元多。”对此，郑州液化气有限公
司负责人郭树平解释说，“说远点儿，炼油厂的价格是
否调整，怎么调整，和国际原油的价格有很大关系。”

据介绍，11月10日零时起，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
480元。郭树平坦言，汽油、柴油价格的攀升，无疑又推
高了运输成本。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液化气的终
端价格才“水涨船高”。

春节前价格或小幅波动
我市瓶装液化气还会不会上涨？未来价格将会呈

现什么样的走势？
业内人士认为，民用液化气受季节性影响较大，相

对于夏季而言，冬季用户猛增，用气量也随之大幅提高，根
据往年经验，从现在到春节前，价格将会小幅波动，再次出
现大幅上扬态势的几率很小。同时，根据供求关系，若上
游炼油厂价格下调，不排除瓶装液化气下调的可能。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实习生 张鹏）昨日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小雪”，但我市冬阳
高照，难觅“雪影”。来自省气
象台的最新消息表明，本周
五之前，强冷空气侵入我省
的几率不大，我市天气以晴
到多云为主，不见雨雪踪影，
风力适中，气温缓慢回升。

气象专家指出，小雪，在
二十四节气中表示降雪的起
始时间与程度，进入小雪节气，
意味着气温持续走低，天气逐
渐转寒，降水状态由雨变成
雪。虽然时至小雪节气，但没
有强冷空气的侵袭，我市未来
三天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在
3℃~15℃之间。但由于早晚
间辐射降温增强，早晚间雾气
可能增多。

据气象台预报，在享受
温暖的日子后，升温的脚步
将被冷空气阻断。从周五
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全省
偏北风4级左右。周五到周
六，全省有一次小雨或雨夹
雪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说，本周
全省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
主，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昨日，孩子们在绿城广场享受阳光，开心地和鸽子玩耍。 本报记者 王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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